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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5月24日电（记者郭方
达、尹思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有
声书大多被看作小众群体的爱好，近几
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声书逐渐“出
圈”，进入了不少年轻人的视野。对于就
业，有着独特理解的“Z世代”，也在有声
书制作中找到了人生的一种可能。

对出生于 2001年的徐溧杰而言，踏
入有声书录制这一领域，纯粹始于机缘
巧合。上午休息充足，做些文本阅读之
类的准备，下午才到她发挥的时刻。接
好麦克风，戴上耳机，在粉色装点的卧室
里，她便能够快速进入状态，这种闲暇与
自由是她坚持到如今的重要理由。

“每天工作大概五到八个小时，但总
的来说是自由调配，并不固定。”徐溧杰
从 2019 年开始接触有声书录制。与之
前从事的客服工作不同，她生活与工作
的界限不再那么分明，时间成为她手中
的“橡皮泥”。“有状态的时候便多录一
些，不好的时候就休息一会。”

最初，她因声音条件尚可，偶然得到
了一家录音工作室的青睐。徐溧杰说，

“行业的门槛比我想象的高许多，声音条
件优越只是最基本的要求。”回忆起前面
一年多几乎没有接到活的日子，她坦诚
地说：“并不好过。”

在专业的培训加持下，增加演绎感，

适应不同的声线，在不同角色之间自由
切换，长时间的训练让她的工作逐渐步
入正轨。在喜马拉雅等有声书平台上的
粉丝量也日益增长，接近十万的粉丝量
和作品最高三千万的播放量是她辛苦付
出的证明。与喜马拉雅正式签约后，她
也全身心投入到了这份工作当中。

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
线音频市场规模呈现增长趋势，中国
在线音频用户规模稳步增长，蓬勃发
展的市场给有声书录制行业带来了新
的机会。

对于已经步入正轨的主播而言，播
录书籍获得报酬并非难事，但行业较高的

淘汰率，是不少主播面临的挑战。从播音
主持专业毕业的“00后”主播邹攀说自己
算是比较幸运的，“一同入行的八个人，现
在算上我只有两个人坚持下来了。”

坚持拼搏才会带来回报，在任何行业
这都是真理。邹攀始终记得在低谷期陌
生粉丝的一句句留言，这些肯定他的话语
帮助他度过了最难熬的时期。“就像武林
高手总要闭关修炼一样，不肯坚持怎么会
变强呢？”对于邹攀一样的主播而言，获得
听众的肯定是最令人开心的事情。

“希望能播上自己喜欢的小说。”邹
攀觉得，如果能做到选书录，而不是“被
书选”，就算完成了阶段性目标。

Z世代“潮”就业——

他们用声音“播出”未来

桂林山水甲天下 作者：朱积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于文静）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线上方式完成
考察，正式认定我国3个传统农业系统为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别是福建安溪铁
观音茶文化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
游牧系统和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

记者 24 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
目前，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 18
项，数量居世界首位。

据了解，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
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宋元时期，安溪茶叶
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该系统同
时还具备显著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
小气候等生态功能。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位于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是我国入选的首个
游牧农业遗产地，也是全球可持续牧业和
脆弱牧场管理的典范。早在新石器时代，
该地区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该
系统拥有森林、草原、湿地、河流等多样的
生态景观。当地牧民现今仍是传统游牧生
活，通过不断转场放牧，植被受到保护，水
资源得以合理利用，畜牧产品稳定供应和
多样化的食物来源得到保障。

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位于河北
省邯郸市，始建于元代，总面积21万亩，石堰
长度近万里，是旱作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
数百年来，该系统不仅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作
物品种和环境友好的耕作技术，确保了山区
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还创造了山地
梯田景观，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18项数量居世界首位


